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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证据是诉讼灵魂的认识的提高，一部证据法的制定已是众望所归。
《诉讼证据实例研究》一书，精心挑选了近年来发生的具有一定典型性、新颖性和疑难性的案例作为
研究对象，结合司法实践，运用最新的法律规定和权威的法学理论对案例进行分析和思考。
从司法判例的角度，发现和提出实际问题，并在对各国的学说、立法和司法实践进行比较研究和学理
讨论的基础上，对疑难问题予以解析或提出独到见解。
也许并未面面俱到，也未提供最终的结论，但本书可谓是对近年来最新诉讼证据的综合分析，蕴涵一
定的创造性和启发性，不失为证据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较好的参考材料。
    证据是证明和认定案件事实的手段和方法。
证据法是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法院系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审判方式改革。
这一意义深远的改革，就是以加强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作为切入点而逐渐展开的。
由于证据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触及这一核心的改革立即就产生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最终引
发了审判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的全面改革。
     司法的任务在于通过法院的审判以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
只有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才能正确地适用法律并做出公正的判决。
为此，各国都十分重视证据制度的完善。
英美法系国家大多有专门的证据法，如美国的《联邦证据规则》、英国的《民事证据法》等。
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在诉讼法中规定证据制度。
与外国相比，我国的诉讼法对证据的规定过于简单，且大多为原则性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导致法
官审查判断证据时无法可依，并因此造成法律适用的不统一，影响了司法的公正和权威。
实践表明，证据制度的改革任重而道远，其完善不但有待于一整套完备的证据规则的建立，而且有待
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全社会诉讼观念的转变以及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合与协调。
    本书分三篇，分别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三项诉讼活动出发，收集近三年诉讼证据的真
实案件29个，并对这些案例进行法理分析和争议点的处理评析，本书为法科学生学习法律专业理论知
识和研究实务问题提供理论联系实践、反映最新司法动态的高校案例参考教材，也指望能成为广大法
律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本书的作者来自杭州师范学院法学院，是从事诉讼法教育和研究的中青年教师，也是从事司法实践
的兼职律师，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功底，曾在国家级、省级刊物上发表多项成果，并多次获得省级
、市级优秀科研奖。
杭州师范学院法学院一向关注我国的司法改革，重视法学研究与司法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此，经常组织学生走出校园，进行社会调查，深入司法
实践，学习书本上的法律(1aw in books)的同时，学习实践中的法律(1aw in action)，并把收集到的证据
进行分析、评判。
此次成书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考虑成熟的成果。
其中，第一篇刑事诉讼证据由俞静尧完成，第二篇民事诉讼证据由柯冬英完成，第三篇行政诉讼证据
由陈琛完成。
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我们的学识和能力所限，本书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
同时，本书中引用的绝大部分案例均是发生在2001年之后的真实案件，来自于一些知名网站、报刊以
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公报，考虑到研究分析的需要，对一些案例的人名或地名进行了适当的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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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静尧，女，浙江绍兴新昌人，杭州师范学院法学院副教授，从事刑事诉讼法教学和研究。
曾在《法学研究》、《法学评论》等法学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出版《律师刑事证据适用》、《
律师实用心理》等著作多部。

    柯冬英，女，浙江丽水缙云人，杭州师范学院法学院讲师，从事民事诉讼法教学和研究。
曾出版《律师公证与实务》，发表论文多篇。

    陈琛，女，浙江杭州淳安人，杭州师范学院讲师，从事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外国法制史教学，
在法学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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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刑事诉讼证据  一、电子证据可采性问题——评国内网络色情第一案  二、刑事证据庭前交换反
观——评国内首次试行案  三、辩诉交易方式的确认——评国内第一例审理案  四、“侦查陷阱”所获
证据的合法性判定  五、公诉证明标准之评析  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选择移植  七、对沉默权问题的
理性思考  八、司法鉴定结论质疑——评患者家属砍伤医生案第二篇 民事诉讼证据  一、鉴定结论新型
模式之认定——评测谎试验案  二、偷拍视听资料的审查评判  三、证人作证之法律问题——评撕碎欠
条案  四、书证的新型构成——评手机短信审查案  五、自认之法律辨析  六、物证内涵的界定  七、事
实推定及其对举证责任的影响  八、民事起诉证据新论——评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  九、陷阱取证的证
据效力——评北大方正公司、红楼计算机研究所诉高术公司、高术天力公司侵犯软件著作权案  十、
优势证据的使用原则——评八旬老太打赢伤害官司案  十一、举证时限的认定  十二、证据的收集和判
断——评欠条被抢案  十三、举证责任倒置和正常分配问题第三篇  行政诉讼证据  一、被告严格举证时
限制度之法律价值、立法缺陷及对策  二、原、被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之弊端——评行政不作为案和
行政赔偿案  三、透视行政诉讼非法证据规则的几个焦点问题  四、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审查与质证——
评“金华火腿农药含量超标”等案  五、最佳证据规则的建立——评复印件的证明力审查案  六、推定
的先进性和注意事项——评“金华火腿商标争议”等案  七、第三人的范围和证据能力问题——评第
三人举证审查案  八、证人证言审查标准评析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诉讼证据案例与学理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